
■2017山东省两会专题报道

A07壹读·两会2017年2月9日 星期四

编辑：田宇 美编：许雁爽 组版：徐凌

今今年年计计划划处处置置““僵僵尸尸企企业业””112244户户
根据企业情况，首先考虑盘活整合资产

本报济南2月8日讯（记者
张玉岩） 2017年的政府工

作报告中，对于“僵尸企业”处
置的描述是，“灵活运用多种
债务处理方式，稳妥实施兼并
重组或破产清算。”国资委相
关负责人介绍，2017年，将鼓
励省管企业探索跨企业整合
重组处置，协调省管企业之间
对同类资产进行兼并重组，盘
活企业原有的土地、厂房、设
备、专利权、商标权等有效资
产。而在“僵尸企业”处置、过
剩产能退出上，还是要根据企
业情况，首先考虑盘活整合资
产。具体执行上，根据企业情
况，分类施策，培育整合盘活
一批，资本运营做实一批，关
闭破产退出一批。

在这次省两会期间，民建
山东省委员会提交了《规范僵
尸企业处置，推进供给侧结构
改革》的提案。省政协委员、民
建省委秘书长李旭茂认为，产
能过剩导致企业处于无法正
常经营甚至失去经营能力的
状态，必须依赖非市场因素，
即政府补贴、银行续贷等生
存，变成僵尸企业。“僵尸企业
不退出，产能过剩矛盾就不能
根本化解。完成‘去产能’，必
须抓住清理僵尸企业这个‘牛
鼻子’。”

李旭茂提到，处置僵尸企
业目前仍面临着一些问题，比
如僵尸企业的认定缺乏指导
性文件，资产处置难、职工安
置难、破产管理人制度不健全
等问题也比较突出。对于化解
过剩产能，清理僵尸企业，李
旭茂提到，可以根据僵尸企业
的不同特点创新重整方式，特
别是出售式重整。“‘多兼并重
组，少破产清算’方式化解产
能过剩的背景下，出售式重整
是传统重整方式的变革，改变
了参与者的权益，对于提高僵
尸企业处置效率很有意义。”
李旭茂说。

按照省管企业所属“僵尸
企业”三年全部完成处置的总
体部署，根据企业实际情况，计
划在2017年完成处置的第二批

“僵尸企业”124户。日前各省管
企业已经接到通知，要求统筹
规划、有序高效实施清产核资
及后续处置工作。

2016年初，按照连续三年亏
损且扭亏无望、已经停产停业
或半停产、资不抵债丧失造血
功能的“僵尸企业”界定标准，
界定了省管企业所属“僵尸企
业”321户，实收资本271 . 92亿
元，累计挂亏403 .80亿元。

2016年4月初和7月底，山
东分别下发《关于省管企业所
属“僵尸企业”处置有关问题
的通知》和《关于省管企业所
属“僵尸企业”处置工作有关
问题的补充通知》，对“僵尸企
业”处置过程中的产权登记、
审计评估、转让价格、交易费
用、业绩考核等问题予以明确，
在简化程序、规范流程等方面
为“僵尸企业”处置工作提供了
政策支持。

本报记者 张玉岩

最大僵尸企业
年亏10亿

从2014年以来，肥矿一直
在亏损，负债率非常高，企业
职工已经连续十个月发不出
工资。到2015年底，资产负债
率高达150%，贷款总额近140
亿元，沦为“僵尸企业”。2016
年，肥矿账面亏损10 . 1亿元，
其中经营亏损7 . 8亿元。

在煤炭黄金期，肥矿集团
连上多个项目，而这些项目，8
个小电厂，电解铝产业，纸厂，
大都在国家淘汰过剩产能的
目录中。省人大代表、肥矿集
团董事长朱立新说，“企业停
产之后，光是待岗职工就有
3400多人。”

肥矿的情况，算得上是山
东最大的“僵尸企业”。从2016
年2月到12月，10个多月的艰
苦谈判，42轮商讨、磨合，终于
拿出了几方都满意的方案。
2016年12月，山东能源集团、
肥矿集团、肥矿煤业、债权银
行四方债务协议全部签订完
毕，标志着肥矿集团债务重组
宣告完成。

最终方案按照资能抵债
的原则，按照5:3:2的比例，重
新划分了肥矿的资产和债务。
新成立的肥矿煤业承接50%
的资产和债务，老公司肥矿集
团承接3 0%，山东能源承担
20%。同时，银行作出了一定
让步，对三家公司都给予利率
优惠。老公司债务6%的利息
抵消，新公司和能源集团在基
准利率的基础上降10%。去年
12月份，已经基本完成了交
割。“光是利息这一项，每年就
能实际节约财务费用3 . 6个
亿。”朱立新说。

省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肥矿的煤炭产业本身并没
有太大问题，其最大的问题在
于负担太重，盈利不足以支付
其债务。多方考量之后，决定
启动债务重组，对肥矿整个资
产进行了梳理，把能继续支持
企业往下走的优质资产剥离
出来，并且赋予一定债务，剩
下的不良资产再重新打包处

置。这样，剩余的优质资产就
能带动企业继续往前走。

盘活优质资产
安置职工6000多人

“肥矿重组主要有三个
步骤，首先盘活优质资产，其
次，利用国家政策，承担社会
责任，安置分流职工，最后，
再进行实质的债务重组。”省
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而
其中，分流安置职工是重中
之重。

省政协委员、当代金融研
究所所长陈华也提到，处置僵
尸企业，是化解过剩产能的重
要形式之一，而在处置过程
中，要处理好这几方面的关
系，首先是与银行的关系，其
次是职工安置的情况，另外，
还要理清相关责任，确定未来
公司的走向，怎么完善公司的
结构治理。在这其中，职工安
置问题需要格外注意。

在改革重组前，肥矿职工
大约有1 . 5万人，现在在岗职
工不到9000人，有6000多人要
分流。为此，领导班子制定了9
个分流渠道，方案前前后后修
改了19稿，经过山东能源集
团、省人社厅的把关，最后在
肥矿集团职代会上全票通过。

除了进行转岗培训，集
团主动帮助待岗职工找工
作。“每个人至少有两次选岗
的机会，我们联系了一批实
力强的企业，组织人到现场
考察，咨询职工最关心的薪
酬待遇问题，甚至拍摄工作
环境的视频，拿回来给企业

职工看，以供他们参考。”朱
立新说。

朱立新提到，6000多的
职工得到妥善安置，还是得
益于省政府给予的25亿元
贴息贷款，专门用于职工安
置和分流，为企业自我改革
提供了成本。同时出台一揽
子优惠政策，帮助肥矿平稳
分流安置职工。“之前集团
没有钱，没法交社保，很多
职工都没法按时退休。政府
给予我们个案补交政策，允
许个人退休时，单独办理社
保，这样一来就不会因为集
团一时拿不出钱而耽误个
人退休。”朱立新说。

老树抽新芽
一月利润3700万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重
组之后，肥矿到底能不能老
树抽新芽。”朱立新说，“2017
年1月，我们实现利润3700万
元，算是开门红。”说到这个，
朱立新很欣慰。

2017年，新公司肥矿煤
业有望实现利润5亿到7亿
元，新老公司合并报表后预
计盈利1亿到3亿元，一反一
正，比2016年减亏增利13亿
元，预计有望实现税费9亿
元，比上年多缴税4 . 2亿元，
增幅 8 7 . 5 %。刚刚结束的
2017年1月，肥矿新老两公司
合并报表后实现利润3700万
元，比预算超利2700万元。

“去年每个月亏损六七千万，
现在每个月盈利三四千万，
一反一正一个多亿。”朱立新

说。改革后的肥矿实现了瘦
身，人员从1 . 5万人优化到在
岗不足9000人，企业负债率由
最初的150%降到了79%。

“优质资产的盘活，这是
肥矿最成功的地方。进行债务
重组的前提，还是要对其资产
进行重新梳理，把毒瘤割掉，
好的东西继续放大作用，让机
体恢复正常，这也是僵尸企业
处置的本质。不能搞一刀切，
全盘否定。”国资委相关负责
人介绍。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目
前肥矿依然承担着社区“三供
一业”的社会职能，职工的医疗
和工伤保险尚未纳入地方统筹
管理。在2017年国企改革，僵尸
企业处理中，山东也将社会职
能移交纳入了计划之中，将与
各地方政府、税务机关、债权银
行等建立沟通协调机制，帮助
企业解决“三供一业”等社会职
能的分离移交。

从肥矿的案例上看，无论
是僵尸企业改革还是过剩生产
产能化解，必须一企一策，结合
企业的实际情况，没有价值的
资产坚决清退。对优质资产进
行盘活，解决企业实际困难，让
其轻装上阵。综合考虑，寻求一
条代价最小的改革路子。

从月亏六七千万到月盈三四千万

肥肥矿矿集集团团重重生生记记
山东最大的“僵尸企业”肥矿集团，在2016年12月实现了改

革重组，重组后的肥矿集团焕发了新的生命力。2017年1月，肥矿
新老两公司合并报表后已经实现利润3700万元，比预算超利2700
万元。肥矿集团的重生，对山东的国有企业特别是产能过剩行
业，都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肥矿集团公司在白庄矿社区举办员工安置招聘会，为广大员工转岗就业提供支持。（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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